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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石川
说及“俭”字，一般的人都

会想到节省、节约、节俭和俭朴，

想到生活有计划、用钱有节制，

不搞大手大脚、不搞铺张浪费。

读过一些古典的人还会想到诸

葛亮在《诫子书》中讲到的“静

以修身，俭以养德”，想到韩非

子谈到的“俭于财用,节于衣食”，

想到朱子治家格言“一粥一饭，

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

念物力维艰”，想到唐朝诗人李

商隐《咏史》中的诗句“历览前

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那些拥有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的人还会由“俭”想到其对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

重要，将其视为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

除了认同前面的认识，笔者

还从这个勤俭的“俭”字想到

了健康的“健”字。

将“俭”与“健”两个字联

想到一起，不仅是因为两者读

音相近，而是它们之间确实存

在着很大的联系。从一定意义

上说，“俭”的本身就是一种健

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俭”

的观念肯定是健康的观念，它

引领着人克勤克俭、积极向上、

开拓进取 ;“俭”的行为必然是

稳健的行为，它能使人望着星

空，却能脚踏实地；“俭”的

结果也必定是健旺的结果，它

不仅会带来事业与家庭的兴旺，

还会促进人的身心愉悦。于国

家和社会而言，“俭”的风气一

旦形成，必然会带来国富民安

和持续繁荣的喜人局面。“俭”

无疑有益于“健”，“健”更需要

“俭”的辅助与配合。

“俭”的观念，就是有钱常

记无钱日，有物常思无物时，有

人常想人康健。一个人一旦将

“俭”字刻进脑海，其思想便能

洋溢出各种有利于长远的健康

因子。这种人始终明白“攒钱

好比针挑土，败家犹如水推沙”

的道理，常怀珍惜之情，常念

来之不易，常养勤俭之习，具

有很强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

不盲目乐观，不无端忧愁，甜

而不忘苦，富而不忘穷，赢而不

忘败，喜而不忘忧，强而不忘弱，

始终能理性地看待过去、稳妥

地操控现在、稳健地面向未来。

在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人拥有了

“俭”的观念也就拥有了长计远

虑和长治久安的健康意识。

“俭”字一旦转化为人的行

动，人生的道路也便矫健起来。

这种人不是临渴而掘井，也不

是“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

里”，而是未雨而绸缪，坐拥今

天，不忘昨天，想着明天。这

种人的消费开支都会量体裁衣，

量入为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善于“将钢加在刀刃上，将钱花

在正路上”，不会“今朝有酒今

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不会

寅粮卯吃，坐吃山空，更不会

挥霍无度，穷奢极侈，花天酒地。

这种人的生活方式兴许是平平淡

淡，粗茶淡饭，但有规律、有

节奏、有后劲、有盼头、有希望。

这种生活方式也必然有益于人身

心的愉悦和康健。

“精打细算，油盐不断”“节

衣缩食，来日无愁”。因为有了

“俭”，吃穿必无忧。无忧而干事，

轻装少包袱。家旺事业旺，神

清气更爽，要想身不健，恐怕

也难挡。“俭”的结果，可谓是

一举多得，在促进事业家业兴

旺发达的同时，着实促进着“健”

的出现，带来了心安和舒畅，点

燃着生命的精气神。

无可非议，正常的人都希望

自己过得好、活得健，活出幸福，

活出质量，活出精彩，尤其希望

“健”字永远陪伴在身。但是，

千万要记得，要有健康的“健”，

就得不忘俭朴的“俭”，要始终

用俭朴的“俭”字来打理自己的

生活、事业和家庭。唯如此，“健”

才有依托，才有支撑，才可长久。

对“俭”字也不能作片面的

理解，它不是小家子气，不是

守财奴，不是吝啬鬼，不是抠

门，不是要回到从前的吃不饱、

穿不暖的苦日子。只要从实际

出发，只要条件允许，只要有

利于发展，该花的还得花，该

消费的还得消费，该投入的还

得投入。“俭”的要义，只是一

种思想和行为的必要约束，凡

事都要讲究一个度，不能透支

已有，是对现有的珍惜和尊重，

是一种着眼未来的思维和行为

方式，是一种好的习惯和美的

品德。崇尚节俭，对个人，是

一种科学的生活方式；对社会，

是一种人类的文明。它是生存

之要，是发展之基，是持家之

本，是安邦之宝，是人之康健、

业之安健、家之富健、国之强

健的重要条件。

于个人、于家庭，抑或

是于国家，要想拥有健康的

“健”，什么时候都不应丢弃

俭朴的“俭”。

“俭”与“健”

一家之言>>

奖励生育，要实现“精准刺激”
文 / 段思平
日前，辽宁省印发《辽宁

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提出到 2030 年，总和

生育率提高一倍，并对生育子

女家庭给予多方奖励，引发热

议。今年以来，国家卫健委

已组织专家，研究奖励生育的

可能性，测算对不同孩次家庭

给予奖励，所能带来对刺激

生育的不同效果。这项研究预

计将在年底完成，届时可能上

报有关部门。

（7 月 12 日《 人民日报 海
外版》）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两年

多了，可“生育潮”并未如期到

来。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

人，比 2016 年还减少了63 万

人。虽然“二孩”政策效应正

在释放，但人们总体生育意愿

并不强。全国妇联对10 省份的

一项调查显示，受访的一孩家

庭中，有生育第二个孩子意愿的

仅占20.5%。

究竟怎样的政策才能拯救

民众低迷的生育意愿呢？从世界

各国的经验看，生育率降下去

相对容易，提升起来比较困难。

比如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

都有包括现金奖励在内的多项

生育鼓励措施，但近些年来并

未取得显著效果。综合来看，

奖励生育，需要做到“精准刺

激”，真正瞄准夫妻不愿生育的

痛点，从多方面解决人们对于

生育的顾虑。

首先，要降低生孩子的绝

对成本。当前，生育保险已涵

盖了住院及产检报销、生育津

贴等多个部分，应该说已经为

生育家庭减少了一部分经济负

担。接下来还有必要进一步扩大

生育保险的保障范围，提高生育

津贴的补助力度。同时，可以

探索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

贴的方式，对生育孩子的高收

入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对较

低收入者发放现金补贴。

其次，要减少生孩子的

机会成本。当前很多女性生

育意愿低，并不完全是因为

“养不起”，而是生产及后续

的养育会对职业发展带来阻

碍，削弱自己的职场竞争力。

显然，这不是卫健委一个部

门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

多个部门及全社会共同努力，

建立健全托育服务体系以降

低女性为生育放弃工作的可

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职场对

女性的就业歧视，等等。

当前，提升国民生育率、改

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刻不容

缓。辽宁的政策探索值得肯定，

但需要注意的是，奖励生育不

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也不能仅

仅浮于表面，而要真正对应人

们的关切，将政策落到实处。

文 / 姚村社
7月 9日，渭南市华州区

21岁女孩小芳 ( 化名 ) 被自己

网购的银环蛇咬伤，随后身体

不适后送医，经全力抢救，但

小芳仍无法自主呼吸，11日转

往省人民医院治疗。16日，小

芳在省人民医院接受了一天治

疗后，相关专家经多方评估，

宣布小芳已脑死亡，建议家属

放弃治疗回家。同时，渭南市

第三医院也接到家属请求，派

120 救护车协助家属将小芳安

全送到家，目前小芳仍无法自

主呼吸。

（据 7 月 17 日《华商报》）
近 10 天的紧急抢救，还是

未能挽救一个21岁、充满着青

春活力的生命，脑死亡的结论

想必让许多人痛心不已。

让人不解的是，这样的悲

剧发生后，一些人将目光放在了

女孩身上，甚至有咎由自取之类

的议论。应该承认，女孩在明

知银环蛇有剧毒的情况下还网

购并准备当宠物饲养，其行为

确有不当之处，但她毕竟也是一

名受害者，与其议论甚至谴责

她，不如拷问一下此方面的机

制是否存在问题。

《邮政法实施细则》三十

三条规定，禁止寄递或者在

邮件内夹带各种活的动物。

商家通过快递邮寄活体动物

肯定违法。问题在于，对于

邮寄活体动物的行为，目前

法律并没有具体的处罚措施。

这应该算是法律方面存在的

一个盲点吧，这样的盲点显

然应该尽快消除才是。

活体动物是如何通过快递

公司检验的呢？从媒体报道看，

在邮寄快递前包装好，快递员

“最多会问一句，不会再拆开包

装确认”。若当地网点同意邮寄

的话，中途扫描一般不会拦截。

如果快递在中途扫描时检查出

问题，将会在送达城市的营业

网点拦下，不安排派送，需要

客户自取。这样的管理，明显

是一种十分松散的状态，检验

基本形同虚设。动物保护专家

表示，部分商家随意售卖蛇、

蝎子等动物，无法判断是否有

毒、携带病菌，属恶意行为，

平台应当加强审核和管理。

据了解，银环蛇属于国家野

生保护动物，禁止买卖，当然

也不允许邮寄。在淘宝上输入

关键词“活体蛇”，页面随即出

现数百卖家，还有卖蝎子、蜥蜴、

小白鼠等活体动物的商家。从一

些买家留下的评论看，这样的

买卖交易在网购平台早就大量

存在，这难道不是动物保护部

门监管方面的漏洞？

还有一点也须人们深思。

如今人们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

式早就出现多元化的倾向，各种

“另类”的举动层出不穷，只要

没有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公

众自然也不好过多的说什么。但

有一点应该明白，凡事都得注意

“度”。比如，养宠物方面，如

果人们将宠物扩展到毒蛇之类，

或许就有点“过”了。资料表明，

出于对成本及利益考虑，一些

大型药厂还正在停止或减少抗

毒血清的生产，这无疑加剧了这

一风险对人类的威胁，要知道，

全球每年平均有 13.8万人命丧

蛇口。

要减少或杜绝这样的悲剧

发生，必须完善相关机制。就

此而言，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

公众舆论层面，我们要做的事

情显然不少。

女孩网购毒蛇致脑死亡，议论买主不如拷问机制

图片来源：《今日定海》


